
关于艺术与科技融合科普基地 

 

“艺术与科技融合科普基地”是大连工业大学知名科普基地，隶

属于艺术设计学院。基地内设置有多种类型实验室，在基地一楼设置

有机械臂与艺术实验室、艺术综合数控加工中心、虚拟仿真实验室和

激光雕刻实验室等，在基地二楼设置有 3D打印实验室、艺术与化学

实验室、交互影像评估实验室和艺术与生物实验室等，可以满足不同

专业方向同学的多种实验研究需求，同时设置有会议室和休息讨论区。

基地的功能设施完备，运作体系成熟。 

“艺术与科技融合科普基地”打造集科技互动、科普教育、公共

实训和艺术研究为一体的创新综合性基地，定位“梦想起飞的地方”，

致力于构建科教结合的公共平台。基地植根于大连本土文化，结合本

地的海洋文化和工业文化，发扬本土传统艺术文化，突出地域特色，

结合前沿科学技术，发扬工业文化精神，力图推动大连的经济文化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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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服务宗旨 

 

进一步加强科普教育建设，认真抓好科普教育交流、不断提

高科普教育质量，艺术与科技融合科普基地主要围绕“一个指导

思想，做好三项重点，完成五项日常，力争三个突破”为科普

教育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一个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科普工作提出了“科技创新、科

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的要求为指导思想，以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建设

为载体，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重点。艺

术与科技融合科普基地作为学生接受科普的重要场所，坚持科学发

展观，为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人

才提供支持；加强科普教育宣传，创新科普教育模式；在培养学

生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科学

实践能力，促进品学兼优的科技人才持续发展；整合利用大连本

地区的科普教育资源，形成良好的科普教育环境和氛围，继承本

土特色海洋文化，发扬工业文化精神，经常开展具有针对性、实

效性的科普活动。 

二、做好三项重点工作 



在基地的科普教育工作上，有三方面重点要求，首先是科普

教育的推广，需要将其普遍化和大众化，其次是加强科普团队，

强大基地团队组织力量，最后是拓展科普活动，调动群众积极性。 

1、科普教育普遍化；基地要做到每个月都有贴近社会人士、

社区、学生的科普活动，努力实现科普基地科普工作经常化、制

度化、群众化、社会化；扎实开展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建设活动。 

2、加强科普队伍；配齐加强科普基地工作力量，保证科普工

作常抓、有人抓。保证科普人员稳定，安排多名素质高的员工在

科普教育基地轮流值班。 

3、科普活动的拓展；充分吸引发动群众参与科普活动，每年

召开一次科普基地工作座谈会，征求公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以便有针对性、时效性地开展工作。认真研究、积极探索新时期

做好科普基地工作的新途径和办法，不断更新科普工作的内容、

形式、方法和手段，努力开创新时期科普基地工作的新局面。 

三、完成五项日常工作 

在基地的运作上，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将“实现资源共享和资

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社会效益最大化”作为运作的基点，将“产学合

作，科教结合，面向市场，适应社会，加强实践，注重创新”作为服

务的宗旨，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各方的优势。  

1、与教学计划结合。基地根据教学计划、专业培养目标及对实

践教学的要求，按专业大类，将实训内容与过程划分，并根据每一阶

段实训的具体要求，设置实训课程和制定实训教学大纲，依据课程或



专业要求，将实训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可独立进行的实训项目。由浅入

深，分步实训，通过实践环节的各种训练，使学生全面掌握教学计划

所要求的专业实践能力。  

2、与技能鉴定互动。基地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成

立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将学历教育中的专业能力要求与国家职业资格

标准、行业用人标准有机结合起来，组织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与职

业资格鉴定。按就业准入要求，开展技能培训工作，组织技能鉴定。  

3、与各院校协作。基地将与相关职业院校建立协作关系，共同

开发实训项目、选购实训设施、编写实训教材和提供实训师资等，充

分利用协作院校的专业优势和优质资源，挖潜增效，拓宽实训的专业

领域并提高技术水平。  

4、与行业企业联合。基地将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成立校企

实训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审定实训计划，评价实训质量。充分发挥

行业企业在确定人才需求、培养目标、知识与技能结构、实训与培训

内容和评价学习成果等方面的指导作用。建立产学结合、校企互动的

运行机制，实现双赢。  

5、与境外机构合作。基地将加强与国际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使职业培训规范和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可借鉴、引进

境外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鉴定项目，或合作进行职业技术的专题研究和

课题开发等。  

充分利用、发挥社会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的作用，将学历文凭证

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全日制学历教育、非全日制教



育、职业培训三种职能的合理结构，促进院校与行业、企业的相互协

调发展，实现专业化、合理化的运作，提高水平，开展公益性的实训

服务。 

四、力争三个突破 

在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上，需要力争三个突破。首先是在智能

硬件科普上创新，更好地贴切学生的实际情况，其次是在团队标

准制定方面进一步完善，提高团队合作效率，最后是在智能建设

方面突破，提供最新数据信息和产品。 

1、在智能硬件科普上有所突破。在目前开展的“科普教育

活动”基础上，开展调研，出台相关智能硬件科普活动的实施

方案，推动学生创新精神和提高实践能力。 

2、在团体标准制定方面有所突破。在现有的团体基础，为

了提高更好科普教育质量，广泛征求聚集更多以智能硬件为主

导的各界人才并同时征求他们对科普教育建设意见，根据相关

的意见作出一定的措施，推动科普教育标准工作，满足广大学

生的迫切需求。 

3、在智能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不断更新智能硬件的信息及

产品，为智能科普活动更好的宣传及开展，为后期科普教育奠

定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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